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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论从科学史还是整个人类文明史来看，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都是一
部划时代的巨著。
在科学的历史上，《原理》是经典力学的第一部经典著作，也是人类掌握的第一个完整的科学的宇宙
论和科学理论体系，其影响所及遍布经典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在其后的300年时间里一再取得丰硕成
果。
就人类文明史而盲，《原理》的发表，表明人类文明发展到系统全面地认识自然进而有可能利用自然
和改造自然的阶段，其影响所及，在英国本土成就了工业革命，而在法国则诱发了启蒙运动和大革命
，在社会生产力和基本社会制度两方面都有直接而丰富的成果。
迄今为止，还没有第二个重要的科学或其他学术理论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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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科学史上，《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是经典力学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划时代的巨著，也是人类掌握
的第一个完整的科学的宇宙论和科学理论体系，其影响所及，遍布经典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并在其
后300年里一再取得丰硕成果。
　　就人类文明史而言，它成就了英国工业革命，在法国诱发了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在社会生产力和
基本社会制度两方面都有直接而丰富的成果。
迄今为止，还没有第二个重要的科学和学术理论，取得过如此之大的成就和影响。
　　从科学研究内部来看，《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示范了一种现代科学理论体系的样板，包括理论
体系的结构、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多方面内容。
　　《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达到的理论高度是前所未有的，其后也不多见。
爱因斯坦说：“至今还没有可能用一个同样无所不包的统一概念，来替代牛顿的关于宇宙的统一概念
。
而要是没有牛顿的明晰的体系，我们到现在为止所取得的收获就会成为不可能。
”　　内容涉及天文、物理、生物、心理、政治、经济、法律与军事等领域。
这些领域是过运河、现在和将来人类认识世界与发行世界必然从事的、关系人类命运与前途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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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牛顿牛顿（Isaac Newton， 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生于林肯郡。
 在天文学方面，1672年牛顿创制了反射望远镜；他还解释了潮汐的现象，指出潮汐的大小不但同朔望
月有关，而且与太阳的引力也有关系；另外，牛顿从理论上推测出地球不是球体，而是两极稍扁、赤
道略鼓，并由此说明了岁差现象等。
在物理学上，牛顿基于伽利略、开普勒等人的工作，建立了三条运动基本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并建
立了经典力学的理论体系。
在数学上，牛顿创立了“牛顿二项式定理”，并和莱布尼兹几乎同时创立了微积分学。
在光学方面，牛顿发现白色日光由不同颜色的光构成，并制成"牛顿色盘"；关于光的本性，牛顿创立
了光的“微粒说”。
 在牛顿的著作《自然科学原理》中，他用数学解释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和天体运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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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导读定义运动的公理或定律第一编；物体的运动　第1章　初量与终量的比
值方法，由此可以证明下述命题　第2章　向心力的确定　第3章　物体在偏心的圆锥曲线上的运动　
第4章　由已知焦点求椭圆、抛物线和双曲线的轨道　第5章　焦点未知时怎样求轨道　第6章　怎样求
已知轨道上的运动　第7章　物体的直线上升或下降　第8章　受任意类型向心力作用的物体环绕轨道
的确定　第9章　沿运动轨道的物体运动：回归点运动　第10章　物体在给定表面上的运动；物体的摆
运动　第11章　受向心力作用的相互吸引运动　第12章　球体的吸引力　第13章　非球形物体的吸引
力　第14章　受指向极大物体 各部分的向心力推动的极小物体的运动第二编：物体（在阴滞介质中）
的运动　第1章　受与速度成正比的阻力作用的物体运动　第2章　受正比于速度平方的阻力作用的物
体运动　第3章　物体受部分正比于速度部分正比速度平方的阻力运动　第4章　物体在阻滞介质中的
圆运动　第5章　流体密度和压力；流体静力学　第6章　流体的运动，及其对抛体的阻力　第7章　通
过流体的传播的运动　第8章　流体的圆运动第三编：宇宙体系（使用数学的论述）　哲学中的推理
规则　现象　命题　月球会点的运动总释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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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穿越流体运动的物体会逐渐把它们的运动传递给其周围的流体，这种传递会损耗它们自身的运动
，进而使运动受到阻滞，因此，这种阻滞正比于运动的传递，当给定运动物体的速度时，运动的传递
又正比于流体的密度，因此，流体的阻滞或阻力也正比于相同的流体密度。
这种阻力难以排除，除非流体中紧挨着运动物体后部的部分贮存住了缺失的运动。
然而，这也是难以做到的，除非流体对物体后部的压力等于物体前部对流体的压力，就是说，除非在
后面推动物体的流体的相对速度等于物体推动流体的速度；也就是说，除非流体循环的绝对速度二倍
于物体推动流体的速度，而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流体的惯性所产生的阻力无论如何不能排除，所以，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天空流体没有惯性，
因为它没有阻力；它不具有用作传递运动的力，因为它没有惯性；也无力对一个或多个物体的运动造
成任何改变，因为没有用以传递运动的力；它还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因为它没，有赖以产生任何变化
的能力。
所以，这种假设可以理所当然称之为虚妄，对哲学家毫无价值，因为它完全没有基础，在解释事物中
毫无用处。
猜想天空中充满流体物质的人，杜撰说这种物质没有任何惯性，只是在字眼上否认真空，实际上承认
它存在，因为既然这种流体物质与虚空完全没有区别，现在的争论只是名称问题，并不涉及事物的本
质。
如果有人如此偏爱物质，以至于根本不肯承认有空无一物的空间，且看他们最终必然会达到什么结局
。
　　因为他们或者会说宇宙结构之所以处处充满物质是上帝的意愿使然，自然的运作应处处得到渗透
并充满所有事物的微细以太的帮助；然而，由于我们在彗星现象中已经指出，这种说法不能成立，这
种以太是根本没有功用的；他们或者会说，之所以如此是上帝的相同意愿而要达到某种未知的目的，
这也不能成立，因为由同样的理由也可以设想一种不同的结构；或者，他们最后不再说这是出于上帝
的意愿，而只是说是出于其本性的某种必然结果。
所以他们最终将沦落人泥潭，与一群梦想一切事物为天数而不为神意所控制，梦想物质的无限和永恒
存在是凭其本性而无时不在且无所不在的无耻之徒为伍。
然而，我们可以假设，宇宙结构在各种必定是均匀的；因为结构的可变性与其必然性是完全不相容的
。
它必定还是静止的；因为如果它必须沿任何确定的方向以任何确定的速度运动，那么它同样有必要沿
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的速度运动；但它却绝不可能同时沿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的速度运动；因而它必定是
不动的。
毫无疑问，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其形式是如此绚丽多彩，其运动是如此错综复杂，它不可能是别
的，而只能出自于指导与主宰一切的上帝的完美的自由意志。
　　正就是从这个源泉里，我们称之为自然定律的那些规律涌现出来，其中确实显现出许多最高智慧
的迹象，却没有一丝必然性的影子。
所以我们绝不能从不确定的猜测中去探寻这些定律，而应从观测和实验中把它推导出来。
要是某个自以为是的人以为，单凭他自己心灵的力量和他的理智的内在之光就能发现物理学的真正原
理和自然事物的规律，就必然要或是假定世界是由于必然性而存在，而这些规律是由同一个必然性决
定了的，或是假定如果自然之秩序是由上帝的意愿建立起来的，则只有他这个可怜的小爬虫，才能告
诉人们怎样做才最合适。
一切殷实可靠的哲学都是以事物的现象为基础的；如果这些现象无可避免地把我们引向由全智全能的
上帝以其最杰出的远见和至高的权威所最清楚不过地显示给我们的一些原理，由不得我们的意愿，那
么，我们就不能因为某些人可能不喜欢这些原理而对它们置之不理。
这些人也许会称它们是奇迹或隐秘的质，但恶毒的名称无损于事物本身，除非这些人最后说出所有的
哲学都应以无神论为基础。
哲学绝不会因这些人的骚扰而腐败，因为事物的秩序是不可变更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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